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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餐饮服务和监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4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弘实标准化管理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省检验检测学会、山西省饭店业商会、

晋来检（山西）质量智慧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山西国药标准技术有限公司、晋检（山西）产教融合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山西安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太原恒泰丰食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彦华、成晓英、薛丽芳、李启明、单志学、王志迎、金兆龙、武喜明、李素

霞、张洪亮、郭沐昀、蔺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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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制止餐饮浪费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制止餐饮浪费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食材管理、食材加工、供

餐管理、厨余垃圾处理和宣传引导等。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制止餐饮浪费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39002 餐饮分餐制服务指南

DB14/T 2561-2022 食品经营（餐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指设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供应内部职工、学生等集中就餐的

餐饮服务提供者。[来源：《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

餐饮浪费

是指在餐饮活动中，不合理使用、不必要废弃餐饮食品的行为。

4 基本要求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应遵循资源节约、避免浪费、低碳环保等理念和原则，建立和完善制止餐饮浪

费的管理制度。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应将厉行节约、文明就餐、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员工日常培训管理，使从业人

员不断提升制止餐饮浪费的意识和能力。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应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监督检查机制，做好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并督促整改；实

行制止餐饮浪费日常监督劝阻机制，对浪费者进行批评教育。

应按照 DB14/T 2561-2022 要求，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日管控及风险管理清单。

鼓励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助力餐饮服务，实现按需采购和精准备餐。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有责，鼓励全员管理、全员参与。

5 食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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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食品原料、调料、辅料人均定额标准，根据每日就餐人数对米、面、油、盐等原辅料实行定

量领用，烹饪需求量与领料数应统一。

实行食材分区存放、货架分离、定期检查整理，避免食材因腐烂变质、虫害等造成的浪费。

遵循先进、先出、先用的原则，库存定量控制，保留保质期标识，做好食材期效管理。

应对库存数量、库存周转率、库存时间进行动态化管理，优化存储空间和贮存时间。

加强对临近保质期食材的动态管理，鼓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捐赠、分发或者降价处理，避

免造成浪费。

6 食材加工

按照标准规范对食材进行科学加工，充分利用原材料，提高食材的利用率。

精准统计就餐人数，合理安排预处理食材的数量和频次，根据就餐人数动态调整备菜数量，遵循

少量多次的原则。

精准控制主、配菜及辅料的用量，建议采用标准化管理，根据人数精准配菜，实行小锅、多次补

菜，减少浪费，

7 供餐管理

应对用餐人员数量、所点菜品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优化菜品结构，加强食堂餐饮服务管理。

优化供餐模式，参照 GB/T 39002 推行分餐制，或提供小份、半份等多种计量方式，按需食用。提

供打包服务，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自助食堂除外）。

提醒用餐者按需点餐/取餐、适量点餐、勤拿少取，践行“光盘行动”。

8 厨余垃圾处理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应安排监督人员，对倾倒剩菜剩饭行为及时劝阻。

应建立厨余垃圾处置台帐制度，符合垃圾分类、资源综合利用等相关要求，食堂厨余垃圾台帐（样

表）参见附录 A。

定期对厨余垃圾进行统计分析，改进食材采购、配餐管理和烹制工艺。

应建立用餐剩余量考查制度。

按照有关规定将厨余垃圾交由有资质的企业或者自行资源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9 宣传引导

采取多种方式营造制止餐饮浪费的氛围。

应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制止餐饮浪费标识：如在餐桌上设有文明用餐、避免浪费等标识标语；

在取餐处设有“勤拿少取”、“按需取餐”、“节约粮食”等提示标识；利用电子屏等宣传“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光盘行动”等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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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食堂厨余垃圾台帐

食堂厨余垃圾台账表见表A.1。

表 A.1 食堂厨余垃圾台账（样表）

食堂名称： 管理机构名称：

日期 时段
用餐人数

（人次）

未消费食品

重量（斤）

用餐区厨余

垃圾重量（斤）

制餐区厨余

垃圾重量（斤）

厨余垃圾

总重量（斤）

厨余垃圾

处理方式
记录员

例9月27日 午餐 100 4 25 6 35 就地资源化处理 ×××

注：未消费食品是指制餐完成但未被用餐人员消费的剩余食品，未消费食品重量不包括下期再利用食品重量。用餐

区厨余垃圾重量不包括未消费食品重量，厨余垃圾总重量包括未消费食品重量、用餐区厨余垃圾重量、制餐区

厨余垃圾重量和其他厨余垃圾重量。厨余垃圾处理方式包括就地资源化处理、城市环卫系统回收处理、交由有

资质的回收企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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